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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蹚出运城新路

8 月 15 日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央视科教
频道推出的特别节目《会变颜色的湖泊》，向全
国人民展现了一个从“生产”到“生态”转型中的
盐湖，也侧面反映了盐湖的生态价值正在获得
全国关注。

保持盐湖“会变颜色”，即保持盐湖的斑斓
色彩，就要保持盐度的相对稳定，这是盐湖生态
保护的重要指标，也是盐湖水系治理工作的重
要内容。

盐湖如何实现水系治理，如何通过治水而
兴人，进而打造“人水共兴”的新时代？记者近
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连通内部水系

蓝天，白云，纯净的蓝白两色更衬托出七彩
盐湖的色彩斑斓。

对盐湖而言，一时的环境治理容易，但长久
的生态系统保护却不易。为了守护好“七彩盐
湖”的壮丽景观，维护好盐湖原生态系统的平
衡，近年来，市委、市政府从源头入手，大力推进
综合水系治理，通过疏浚河道、连通盐湖内部水
系、保证水循环，控制湖水盐度变化，以保护好
盐湖的原生态系统。

以七彩盐湖景区为起点，一路往北，在盐湖
北侧，施工人员仍在对盐湖现有江道进行疏浚。

“通过疏浚江道，以及湖内清淤，连通盐湖
内部水系、保证水循环，以此来控制湖水盐度的
变化在可控范围，从而保护好盐湖本身的原生
态系统。”运城市水务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投公司”）负责人说，“这也是保护
‘七彩盐湖’的重要措施。”

作为《山西省：“五湖”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
规划》重点项目，市委、市政府“1311”重大工程
项目，盐湖堤埝除险加固及生态修复项目总投

资 8.975 亿元，目前淤面清理 14.73 万立方米，杂
草清理 41.76 万平方米，解放南路跨湖段以东全
长 24公里的环湖绿道已完成 15公里……

近几年，我市已圆满完成了鸭子池、干河、
姚暹渠（禹都段）等水生态治理和修复重大工程
任务，盐湖生态修复正在如火如荼建设，填补了
运城水系生态治理的多项空白。

其中，盐湖堤埝除险加固及生态修复项目
完成投资 1.8 亿元，对盐池实施垃圾清运、原运
硝路改造、堤埝平整加固、畦田清淤、内外江道
疏浚、岸带绿化等。该项目的实施，有效地改善
了项目区域的整体景观和生态环境。湖面波光
粼粼，坡堤芳草萋萋，鸟类嬉戏翔集，堤埝平整
如新，慢道似彩虹飘逸，健身休闲的市民徜徉其
间，形成了“水清、堤固、岸绿、鸟翔、景美”的优
美生态景观。

水系治理带来的水质改善，催生了一系列
良性“反应”。

“以前这里就是荒滩池子，水量不多。近年
来经过整治，水面上升了很多，我们就尝试来这
边捕捞，看看有什么收获。”附近村民杨天有在
鸭子池已经持续捕捞了好几个月。

捕鱼户的收获，侧面反映出盐湖水系治理
的良好效果。

由于水系治理的推进，盐湖周边也修建起
了多条绿道，为周边的村民也带去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以前这边都没有路，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
踩出来的土路，稍微一下雨，这路就走不成，我
们根本就进不来。”盐湖区南城街道小李村第七
居民组村民王利民说道。

再看现在，整洁的双车道环湖路上，“彩虹”
路标点缀其间，沿路修建的观景平台可供车辆
随时停靠。

据悉，今年新修绿道 2.2 公里，还将建设智
慧路灯、步道驿站、手机充电桩、音响等附属设

施。同时，加大力度疏浚江道，清除其污染底
泥，对现有水系进行疏通，将各个畦田水系进行
连通，增加缺水区域的水域面积，恢复湖泊生态
系统自我修复功能，保证盐湖内循环畅通无阻。

打造“呼吸系统”

在鸭子池湿地公园的东北角，记者看到了
6个块状潜流湿地。

“可不要小瞧这几块人工湿地，它是会呼
吸、会净化水质的生态系统。”水投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湿地系统中填充的钙质公分石等填
料能有效去除悬浮物，为微生物生长提供良好
环境。种植的菖蒲、香蒲等水生植物，能够有效
净化吸收有机污染物。

在人工湿地进水口，城市中水和雨水通过

输水管道、过水格栅进入配水渠，源源不断地被
“吞入”人工湿地，通过初步过滤、自我净化和鸭子
池内的全方位生态净化这三级复合水生态系统

“层层过筛”，使得劣Ⅴ类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环
境质量Ⅳ类标准。在不远处的出水口，清水潺潺，
汇入盐湖。为了确保达标排放，水投公司设置专
用设备定期对水质进行自动监控。

“人工湿地采用的是潜流湿地+表面流湿地
组合工艺，可以简单理解为通过‘中药’进行调理，
处理过的水更健康。”相关负责人说。

再继续往鸭子池的北边行进，一座新建的排
水泵站准备投入使用，将之前五级提排站合为一
级泵站，可将鸭子池池水直接提取进入姚暹渠。

“这样管线更短，管理也更为方便，且提水流
量由原每秒 1 立方米提高到每秒 1.75 立方米，极
大地提高了盐池以东两滩的调蓄洪水能力。鸭子
池防汛水位为 328.68 米，一旦超过该数值，泵站系
统就会立马启动，进行排水。”该负责人说。

人工湿地和排水泵站，为盐湖增添了吞吐能
力，让盐湖水系会呼吸，也让盐湖水系更健康地发
展。

鸭子池湿地公园不仅让盐湖水系会呼吸，更
带来了良好的生态观赏价值。

市民刘健一身专业骑行装备，正准备开始沿
湖骑行。“现在这边修建的绿道和健身步道很适合
我们骑行，而且离市区也很近，让我们在家门口有
了一个骑行的好去处。”刘健对改造后的鸭子池湿
地公园连连称赞。

目前，鸭子池湿地公园的建设，正如火如荼进
行中。环湖彩虹路、主入口广场、亲水平台、观景
台等项目已经基本落成。

据介绍，在打造景观湿地公园的基础上，这里
还正在规划建设含有运城元素的历史成语典故
园，下一步将在主入口广场和沿湖路边增设 60 座
成语人物雕像。建成后的运城鸭子池湿地公园，
将成为运城人休闲娱乐的又一个好去处。

盐湖水系治理带来人水共兴
本报记者 朱 姝

前不久，在我市举办的“科创中国”院士专
家运城行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
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赵春江，农业农村
部农业物联网系统集成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吴建伟，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运城绿谷子果蔬产业研究院院长杨正礼，运城
学院生命科学系教授陈莉等受邀前来，为运城
积极稳妥推进智慧农业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活动中，专家学者调研了稷山国家板枣公
园建设和古树保护情况，参观了板枣博物馆，实
地探访万荣县大学生数字化创业基地、万荣县
香菇菌种生产基地等，听取了智慧农业建设项
目方案介绍。同时，指明了我市在发展智慧农业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可行性解决方案。

规划先行，稳妥推进

赵春江认为，发展智慧农业要规划先行，要
从我国建设农业强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食
物观的国家总体战略出发，积极落实山西省委、
省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发展战略部署和《山西省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结合运城
市农业农村实际，从智慧农业发展的总体目标、
重点任务、发展路径、政策环境和人才支撑等方
面，进行系统梳理和研判，制订出总体协调、任
务明确、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智慧农业发展规
划方案和发展路线图。

结合运城市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赵
春江建议优先考虑战略意义大、产业优势明显、
经济效益好的领域率先实施，实现“小切口、大
示范”，不断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与经验。
围绕“安全粮食”，他建议建设一批智慧农场，大
幅度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围绕农民致富，他建议
开展智慧果园、智慧温室、智慧工厂化养殖场等
场景建设。这些场景产品质量要求高、劳动强度
大、人工成本高，通过实施智慧农业实现节本增
效。

智慧农业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实施智慧农
业需要将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现代信
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要有相应的支撑条件
和人才队伍才能发挥其作用。赵春江认为，发展
智慧农业一定要在积极创造条件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稳妥推进。

杨正礼认为，运城是果蔬与粮食生产大市，
但整体还停留在数量型农业经济阶段，需要通
过重组土地、凝聚农民、提升农产品质量和多产
融合，不断提升农业效率、效益和现代化水平。

“规划引领与项目推进是运城当前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杨正礼进一步阐释，“可
实施健康果园、菜园示范工程，推广以品质提升
为核心的苹果、柿子、冬枣、温室黄瓜、番茄、辣

椒等典型果蔬高品控栽培管理技术，打造一批
健康果蔬示范园；实施绿色农资农产平台集体
配给与物流工程，做好农产品高端专供、订单销
售和绿色营销；打造一批智慧化新型集体经济
建设样板，通过组织建设、人居环境、产业发展、
文化建设、数字化提升等，逐步实现乡村共富共
享的新局面。”

“双轮”驱动，营造环境

在万荣香菇产业园，院士专家参观了菌种
培养中心，详细了解数字化菌种培养操作系统，
对万荣县农业创新产业发展模式给予充分认
可。

万荣香菇产业园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形成
菌种研发、菌棒生产、养菌出菇、冷藏储存、加工
销售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条。现有香菇养菌棚
240 个、出菇棚 600 个、交易市场 3500 平方米、
保鲜库 3500 立方米。2022 年新建冷藏库 2300 立
方米，生产菌种 75 万公斤、菌棒 550 万个，种植

量达 430 万棒，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达 3000 万元，
香菇产销初具规模，为万荣县农业经济结构调
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群众增收起到了示范
引领作用。

发展智慧农业，必须围绕农业优势产业进
行。赵春江认为，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农业企
业、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生产经
营主体的积极性，将智慧农业技术落实到具体
产业、具体生产经营主体。同时，发挥金融和社
会资本的力量，让政府资金起到杠杆作用。

“ 政 府 部 门 要 牵 头 营 造 智 慧 农 业 发 展 环
境。”赵春江说，要加强政府资金支持，统筹各类
政府资源，由分散投资建设改为集中投资建设，
总结经验，建立模式。同时，要制定相关补贴政
策，考虑到智慧农业实施成本高、市场利润低，
要对智慧农业技术应用主体给予政策性补贴。
政府还要积极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改变
小农户、小地块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今后要在
土地流转、生产托管等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推动
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提高智慧

农业投入的边际效益。
杨正礼认为，推进以土地重组优化和农民凝

聚为核心的农村机制体制改革，是当前农村工作
突破的关键点，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经
之路。从运城市和全国大局来看，大多专业合作社
还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土地碎片化和劳动力老龄
化等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如何用改
革思维开展当前农业农村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当
前土地有效重组优化和农民凝聚的新机制与新模
式，促进农民、科技、现代管理、资本等几大要素的
融合聚力，对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和
农业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他建议，应实施农村机
制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双轮”协力驱动，实现农
村集体经济振兴。

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对我国农业发展持续
作出着重大贡献。杨正礼说，农技推广主渠道一直
在发挥着主导作用，推广项目示范带动效果显著，
企业订单带动颇具实效，“科技小院”等模式颇具
效力。但农业科技“最后一公里”问题一直没有得
到很好解决，高效生态农业、智慧农业等系统化的

成套农业技术推广遇到不同程度的障碍，这一方
面与技术成果的有效性、推广机制不完善直接相
关，另一方面与当前土地碎片化、农业比较效益低
和知识型劳动力缺乏的现实也密切关联。他认为，
只有科技创新与农村机制体制改革同步进行，才
能激活农村机制体制改革新动能，发挥集体经济
的优势和科技创新的新效能，有效推进农业朝着
绿色高质方向发展。

注重结合，重在落实

稷山国家板枣公园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林木
（花卉）专类公园，板枣林覆盖率高达 92.23%。园
内保存着千年左右树龄的古稀枣树 1.7 万余株，是
全国唯一的“万株千年”板枣古稀树群；分布有
5 百年左右树龄枣树 5 万多株，是中国最古老、最
名贵的板枣园区。

围绕稷山国家板枣公园及古树管理需要，吴
建伟认为，应积极开展智慧枣园建设。

“在核心果园部署‘天地空’采集监测设备，采
集基础信息，开展环境监测，做好古树信息管理，
实施水肥药与农事作业一体化操作，实现虫情、墒
情、灾情和果树长势的自动监测、智能诊断和应急
预警。”吴建伟说，还要部署果园水肥一体化智能
装备，远程控制果园灌溉、施肥、施药，实现“定点、
定量、省时、省力”，可有效缓解水肥投入粗放问
题。同时，部署果园宜机化装备，在割草、打药等作
业方面提供省时省力装备；搭建稷山板枣远程作
业、可视展示和指挥调度“一张图”，为板枣提质增
效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

在听取了万荣县智慧农业建设项目方案后，
吴建伟认为，不能仅停留在智慧管理平台建设方
面，要花大力气加强与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加工
业、文旅、乡村管理等具体产业的实质性结合，将
智慧农业落到实处。

“在实施中，要通过规划引领，扎扎实实地分
阶段、分产业、分区域推进，通过 5 年左右的不懈
努力，打造出‘智慧果园’‘智慧乡村’等典型样板，
并逐步带动全县农业的升级换代与农业现代化的
早日实现。”吴建伟说。

陈莉认为，参观了以稷山县、万荣县为代表的
智慧农业系统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运城的果品加
工副产物资源利用还有待提升。

“如果可以做到绿色转化与高值利用，比如，
将稷山枣芽茶渣、万荣果渣、苹果落叶等农林废弃
物 收 集 起 来 ，制 备 成 可 以 高 效 净 化 甲 醛 、苯 、
TVOC、PM2.5 污染物的科技产品，既可以转化利
用生物质资源，又可以高效去除污染物，还可以串
联起绿色循环的生态产业链，服务美丽乡村，助力
乡村振兴，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结合自己的研究
方向，陈莉如是说。

在我市举办的“科创中国”院士专家运城行活动中

专家学者“把脉”运城智慧农业
本报记者 范 娜 张剑冰

压题图：鸭子池湿地公园全景
左 图：鸭子池潜流湿地池
上 图：鸭子池大坝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左图：稷山县农业农村局与运城绿谷子古
树产业研究院签约仪式

上图：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认养古树
本报记者 陈方斌 摄


